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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我与父母共欢乐”第一期活动圆满结束

15名小朋友赚到新年电影票
本报记者 鞠平 钟建军

“解甲庄”“解家庄”

让人犯迷糊

本报12月12日讯(记者 冯

荣达)近日，有市民向记者反映，

前几天要去解甲庄应该坐52路
公交车，可是52路公交车上和站
牌上写的都是“解家庄”，虽然最
后去对了地方，但是总觉得写错
地名不太合适，认为应该规范统

一下。12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
查，发现确实存在“解甲庄”“解
家庄”难以区分的情况。

记者在网上了解到，网友
对“解家庄”这个名字也颇有意
见。一位网友表示，52路的一个
方向是西解甲庄，但是站牌上
写着西解家庄，以前还曾把解
甲庄工业园写成解家庄工业
园，呼吁公交公司的工作人员
能认真调查一下。

12日，记者在南大街和环
山路52路车的多处站牌上都看
到，有一站地名叫解家庄工业
园。记者在南大街坐上一辆52

路公交车，看到这辆公交车内
的站点铭牌上，也写着“解家庄
工业园”。该车司机师傅告诉记
者，按常理，正确的应该是“解
甲庄”，写成“解家庄”是弄错
了。坐车到了解甲庄，记者通过
附近居民了解到，该地的确应
该叫“解甲庄”。记者又在莱山
区政府网上证实，确实应该叫

“解甲庄”这三个字。

记者随后电话联系了烟台
市公交集团，一位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52路现在有两条线路，

一条到西解甲庄，一条到郭家
屯。解家庄工业园跟西解甲庄
是两个不同的站点，但是解家
庄工业园中的解家庄和西解甲
庄中的解甲庄，是不是一个地
方，她不太清楚。站点名字都是
上级部门定下来的，不能随意
改动，但是，他们会把记者反映
的情况上报给上级部门，然后
派人实地调查一下，如果有错
误，会更正过来。

免费班车
非得凭“票”上？

本报12月12日讯 (记者

孔雨童)近日，家住上夼西路的
刘女士在坐超市免费班车购物
后，因为不慎将小票丢失，再次
坐车时遭遇“拒载”。“这样是不
是不太合理？”刘女士说。

12日，在市区的一家大型
超市，记者遇到正在购物的市
民刘女士。刘女士说，半个月
前一次她和朋友逛超市，在家
住的小区附近坐上大润发的
免费班车。到了大润发以后，

她和朋友买了一些洗化用品，

之后离开超市去逛街，下午两
点多钟的时候，刘女士想做免
费班车回去，但是再上车后遭
到了“拒载”。“购物的小票找
不找了”刘女士说，虽然她手
中提了几大袋子从该超市采
购的东西，但司机还是让她

“下车”。“免费班车只认票，是
不是不太合理？如此说来，来
了就一定得买东西吗？”

在大润发超市南门外，记
者看到不少正在等免费班车
的顾客，几乎每人手中都拿着
一张小票。60多岁的宋大姐
说，她经常做免费班车，有一

次和别人合买东西，小票在别
人手中，她同样遭拒。“不光这
样，只有小票不提东西也不让
你上。”宋大姐说，这种规矩有
些伤害顾客的感情。“来的时
候也不知道是否都买东西，但
是待遇就不一样。"有市民对
此无法理解。

为迎接新年的到
来，本报推出特别栏目

“我与父母共欢乐”。上

周末共有15名小朋友
参加了第一期活动，在
3小时的打工过程中，

他们体验到了爸妈上

班的辛苦，用稚嫩的小
手赚取了电影票，作为

新年礼物送给爸妈。

“我与父母共欢乐”第
一期圆满结束啦！

同班同学组团来打工
11日上午9点30，当记者来到南大街乐

天利快餐厅时，小朋友们已经早早地来到

快餐店，看到几名年纪相仿的小朋友彼此

非常熟悉，一问才知他们是同班同学组团

一块来参加活动。当记者问起从哪里知道

有这样的活动时，小朋友争抢着说：“我们

班语文老师最先看到的报纸，她拿出来再

报纸上念给我们听，说挺有意义的，周末有

时间的的小朋友可以报名参加，我们就跟

老师要了电话，打电话报名参加了。”

“老师说完，我是第一个报名的。”在烟

台三中分校上初一的李行高兴地告诉记

者。她说，以前没有打工过，这是她第一次

打工。在快餐店店长把小朋友分为三组，过

一段时间三个小组岗位再互换，体验不同

岗位上的打工感受。

上午来到店里吃饭的顾客不是很多，

李行的同学王天晨和张智涵，在快餐店里，

来回走了好几圈，以熟悉自己负责的工作

区域。闲着没事做，两人跟前台的服务员索

要抹布，主动擦起了店里的桌椅板凳。

小朋友工作起来很给力
在第一期活动中，吕佳轩和林钊力两

位小朋友客串了一把门童，快餐店门很

沉，他俩每次都主动给客人开门，还不忘

喊出“欢迎光临”客人每次进门都被她们

可爱的声音，逗得合不拢嘴。

“这个门好沉，每次开门，双手得使劲
抱着，使劲往后拉，才能打开。”吕佳轩和

林钊力对记者说，每次给顾客开完门后，

都能听到赞许的声音，累一点无所谓。顾

睿初小朋友在走廊负责引导客人去前台
点餐，跑来跑去，累的满头大汗，一上午就
没停过。

年龄稍微大一点两兄弟韩博凯、韩博

扬和张智涵，除了积极地收拾餐具之外，

还主动揽下给顾客送餐的体力活，而且干

起来有板有眼。两个可乐，一份套餐，一个

红豆冰山……满满的一餐盘食品，张智涵

一步一步安全地送到顾客桌前。记者问他

累不累，“不累！这么点东西，就是再多，我
也能搬动！”他调皮地告诉记者。

“这样的打工很有纪念意义。”工作十分

努力的李洪州说，第一次打工，感觉一点也
不累，再想到能用自己的劳动给爸妈送一份

礼物，更觉得有使不完的劲。

不尽兴还要当“免费”工
第一期活动为期两天，共有15名小朋

友参与其中，活动结束后，乐天利快餐店负

责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圆满完成打工

任务后，每人都获得了全家一起看电影的

影券，作为新年礼物送给爸妈。

感恩节时，本报曾组织小朋友打工为
爸妈赚取感恩大餐，其中几位小朋友又参

与到这一期的活动中。“上次活动后，周围

同学都很羡慕我上报纸，我这下发动了不

少同学来参加这次活动。”唐家琦说，第一
期人员满了，一些同学没有报上名，就赶紧

报了第二期的活动。

在道怒街上学的孙源又来打工了，刚

一见面，她笑着对记者说，“叔叔，上次参加

活动，我的照片和打工感受都上报纸了，那

是我第一次用自己挣来的钱请爸妈吃饭，

我爸爸还把那天的报纸给我保存起来了。”

孙源告诉记者，爸爸说这样的活动很有意
思，下次如果还有活动，她还要参加。

在活动中，孙铭和任凯铭两位小朋友

向记者问道：“下个周末，我们还能不能来，

免费当义工也行，就允许我们下次来把。”

可惜由于场地有限、人员已满，记者只得拒
绝他们的请求。

有病不打紧 心态是关键

半百尿毒症患者仍热心助人
本报12月12日讯(见习记者 孙

淑玉 通讯员 孙运萍)大红的外

套，神采奕奕的眼神，灵活扭动的身

子……如果不是杨玉清承认，记者

很难想象眼前这个充满活力的女士
居然是每两天就要去做一次透析的

尿毒症患者，而且她还经常忙着帮

别人看孩子、给孤儿织毛衣。

12日下午，记者在凤凰台街道

一个活动场所内，见到了年过半百

的杨玉清女士，她一赶到就忙着低

头准备跳舞用的道具，中途又忙着

和队友一起讨论改变舞蹈，激烈的

讨论过后甚至都没来得及坐下休息

片刻，杨玉清就又赶着和队友排练

去了。“人嘛，就活个精神头嘛。”在

烟台酿酒有限公司从事了几十年销

售工作的杨玉清，2003年查出尿毒

症后从公司内退。她告诉记者，三四

年前病得严重的时候，走路的时候

甚至都抬不起头来，要两手轮流攀

着楼梯才能上楼。

“这个老姐妹就是心态好，经常
参加活动。”凤凰星光合唱团的王文

玲老人一边说，一边拉开杨玉清的

衣服。记者看到，在杨玉清的身上有

多条用透明胶布包裹着的透析的管
子。一位老人告诉记者，杨玉清虽然

身患重病，但还是经常在网上自学

舞蹈后教给大家，有时一个动作要
反复教上十几遍。

据了解，患病的杨玉清不但自

己从绝望的心态中走出来，还主动

帮助身边的人。2009年烟台市妇联

组织的给孤儿织毛衣的爱心活动

中，杨玉清第一个报名，不但主动买

毛线，还没日没夜地为孩子们赶做

一件了毛衣。“没事的时候，我就爱

跟小孩子玩，不少家长都叫我赶紧

开办幼儿园呢。”因为喜欢孩子，杨

玉清几乎成了小区里的免费幼儿园

老师，只要有时间就会带着楼上的

孩子玩上一段时间，久而久之，她在

家长眼里也出了名。

“忙点反而比以前闷在家里好

多了。”杨玉清一直不觉得自己帮了

别人多少，但对参与很多活动带给

自己带来的改变却一直感激不已。

拿到影券的小朋友高兴地合影留念。

把垃圾分类，扔到垃圾桶里。






